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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桃園市中原國小 

授課教師 楊文琦 

主授科目 視覺藝術 

班級數 601、602 兩班 

學生總數 54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施作課堂 視覺藝術課 施作總節數 7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六    年級  

□國民中學          年級 

□高級中學          年級 

□職業學校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 

透過安妮新聞報紙進行美感教育智能閱讀，延伸出美感實作。 

選用第二期中海克爾的自然的藝術型態書裡仿如科學繪畫的瑰麗生物圖片為起點，以巴黎世

界博覽會入口及海克爾的海洋博物館吊燈為例，介紹「仿生」這種跨界藝術與自然的設計

法。讓六年級學生先收集回收塑膠，以製作熱縮片吊飾，讓廢棄塑膠華麗重生，妝點生活並

時時提醒自己從源頭減塑。 

    同時我們在教室裡利用 Google map 前往中途島看信天翁的處境，發現海廢問題。並回

到周遭看問題，從台客劇場一週垃圾紀錄影片思考生活模式和消費型態所造成的環境問題。 

介紹「廢青不廢」引出我們想用美感帶動影響力，介入解決源頭垃圾出現的原因。以團體討

論，小組海報製作宣導擴大影響層面。 

 二、課程目標（條列式） 

1.從生活情境中發現問題，思考並提出以行動解決問題的方案。 

2.以美感的觀點認識社會中與環保相關的團體或個人，進而學習其精神與行為。 

3.透過報紙中對生物多樣性的介紹，引發愛惜地球深愛萬物之情意。 

4.能在團體中以系統思考協調人際關係，達成與團隊合作之目標。 

5.能用仿生繪畫的方式，設計屬於自己圖像符號。並將吊飾應用在生活中，達成溝通與表達

環保意識的最終共好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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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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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課堂流程說明： 

執行讀報教育並不稀奇，特別的是我們這次用行動探索，不只融化冷媒體，更以社會參與

行動改變消費習慣進而解決環境問題。 

1.透過找尋[報紙基本元素]的任務開始，我們概覽整份安妮新聞第二期，奠基接下來老師的

引導指令與課堂定義。 

2.進入 [讀報暖身]，孩子自由挑選最有感覺的一張圖片，與同學進行一分鐘的近身分享。

孩子經過幾輪交換彼此有興趣的項目之後，可以快速進入聊報紙和聚焦有興趣之處。以

圖像引起閱讀動機，並加入人的好奇為策略，每位學生皆有充分的參與感。 

3.練習用鑑賞四步驟進行頭版首頁解讀，我們用宅男行不行的片頭概覽了橫跨幾十億年的

地球演進史，並透過馬內「草地上的午餐」這幅作品，探討藝術在人類史上的重要意

義。 

4.實作課程從海克爾的[自然的藝術型態]為原型，讓孩子發想仿生設計，讓百年前的版畫作

品變身未來設計。最後利用 6 號回收塑膠製作熱縮片，時時提醒自己減塑愛地球，讓美

麗的地球萬物生生不息。 

5.環保宣達海報限時創作，採用小組合作模式，拼接工作項目，最後呈現完整內容，限時完

成海報並發表成果。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本報紙教學題材廣泛且有深度，能依據教師經驗與專長，各自解讀並延伸

發展成為適合學生之教學內容，能引發教學者與學生共同思考。本課堂希望學

生身體力行起而執行環保行動，以達課程設計最終目的。看到孩子先把垃圾當

成寶，到最後知道要從源頭減塑，歷程辛苦但心滿意足。 

 

觀課教師回饋: 

1.班級控管:老師有不斷用眼神注視學生，學生都能立即改正行為。 

2.討論環節:老師引導討論、學生發表個人意見、教師也會協助學生澄清歸納重

點、連結生活。 

3.閱讀學習單:讓學生自行讀報，理解、建構、組織成自己的東西和他人分享，

不會只是機械式的學習。 

4.分享:讓學生學會抓重點、給予回饋、了解他人的思考脈絡。 

5.仿生設計:透過圖案延伸設計出連結生活情境的東西，激發創造、應用能力。 

6.教材深度和觸及力強，能引發更多教學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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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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